
阳春时节无闲人，山村处处采茶忙。
拂着和煦的春风，笔者行走在被誉

为国家级茶叶“一镇一品”专业示范镇
的寺前河畔，看到的尽是眼下茶叶上市
旺季的一派盎然生机景象。

茶叶清香润民心

春日，沿着通往山区的赤百线行至
29公里处，立在路边一块标有“初心产
业园”的红色标牌格外显眼，时时吸引
了无数来往者的目光。

也就是在这个紧邻赤百公路和花
亭湖畔的洪畈村飞凤岗300亩茶叶产
业扶贫基地，每天都有几十位村民前来
这里采茶。

站在山坡，放眼远眺，梯级茶园，层
层叠叠，翠绿一片，并向周边的山岗逐
渐蔓延开来。不远处，泱泱花亭湖毗邻
而依，天然的湿润气候、幽美的生态环
境为茶叶发展带来了良好的自然条件，
成就了优质的茶叶品质。

行于茶山，只见采茶的村妇散落在
一垄一垄的茶园之间，星星点点，给原
本寂静的茶园带来了暖春的跃动。有
的年过六旬，有的时值中年，更有甚者
则是夫妇二人走进茶园，共采香茶。

“这段时间，我们也不想外出务工，
正好抓住家乡茶叶采摘的大忙季节，多
摘点茶、多挣点钱，一样能增加不少的
收入，一天能有两三百块钱。”汪生泰、
韦正平夫妇一脸高兴的劲儿，绽放在春
天里。

“在这个贫困山区，村里承包的这片
茶园，能给老百姓带来很多的经济收益，
一个人一天摘到一百多块钱的茶草。”

村民黄冬秀一边利索地摘着青绿
的茶叶，一边爽朗地对记者说。

“这片茶山以前是由农户各自分散经
营，管理不好、效益不高。村里为进一步
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提高茶叶品质，
前两年将这片茶园从农户手里流转过来，
实行统一技术管理、统一品牌销售”。洪
畈村党总支书记洪术青告诉笔者。

“同时，村里大力鼓励个体茶厂扩
大规模，积极扶持有能力有资金的农户
成为产业带头人。并优先安排贫困户
在茶园、茶厂就近就业，一共带动了80
多户贫困户平均增收5000元。目前全
村茶园2000余亩，茶厂4家。”

当晚，笔者在该村茶厂还看到了堪
称一绝的“手工制茶”一幕。在制茶室，
只见三个人在三口大铁锅前细心地忙
碌着，手抓茶草在铁锅中不停地翻斗。
当鲜绿的茶草倒入铁锅中，在经过一定
的高温加后，锅中冒出的热气带着浓浓
的清香满满地飘洒在室内，不禁扑鼻而
来。在灯光的照射下，“一叶一芯”的茶
草从她们的指尖慢慢滑落，勾勒出一幅
生动的民间茶艺画卷。

据笔者现场了解，从制茶者曾令娟
的杀青、到周加梅的理条，再到童开成
的搭条，完成这个流程后，谷尖成品就
得以出锅。

“手工制茶需要的是一定的传统技
术，特别是必须掌握适宜的火候，手指
不能直接触碰到高温的锅面，必须紧贴
着茶叶本身，反复均匀地翻炒，才能确
保条理清晰、成色清亮。而且，手工制
茶需要一定的时间，不能心急，每次入
锅需要控制一定的数量，一斤成品需要
一个多小时。”有了十几年手工制茶经
验的童开成一边随时控制着手边的电
锅开关，一边十分娴熟地抓抖茶草，直
至最后名茶谷尖大功告成。

茶业振兴富民路

闻着茶香，一路前行；看着茶园，一
路芬芳。

沿着寺前通往毗邻潜山县“寺五公
路”东进，过境有着1700多年悠久历史
的佛图寺，笔者慕名来到了乔木寨村。

这个地处两县交际的村寨，因为有
了与天柱山遥遥相望的“荞麦寨”，并在
2015年全县撤村并村时由原有的刘冲
村与许河村合并而成且由此得名。

一直以来，该村唯一的产业就是茶
叶，这也是当地老百姓无论是过去还是
现在除了务工以外的主要家庭收入来
源和增收渠道。

记得十六年前，笔者下派该村，尊
重村民的意愿，寻找脱贫的途径，发展
的是茶叶，建起的是茶叶加工厂，逐渐
改变了大量的茶农前往隔壁潜山五庙
卖茶或隔壁的茶畈翻山而过前来压价
收茶的损农现象。

如今，笔者再次踏进这块曾经熟悉
的山村，所见所闻发现茶叶仍然是该村
发展的主导扶贫产业。而且在寺前镇
党委政府高度重视，在由花凉亭水库管
理处、市委党校组成的驻村扶贫工作队

以及该村广大干群的共同支持和努力
下，茶叶产业已经不断做大做强、做优
品牌、做出效益，成为全村脱贫攻坚路
上的一大“增长极”，成为全村广大百姓
脱贫致富的一支“催化剂”。

“从2015年起，村委就制定了扶持茶
叶发展的特殊优惠条件，凡是贫困户新
发展茶园每亩补助500元，一直至2019
年。”该村总支书记胡根方告诉笔者。

“自2017年以来，贫困户新发展茶
园每亩补助 1500元、改造茶园每亩补
助800元。因此，所有贫困户在茶园发
展上享受着双补的政策，极大地促进了
全村茶叶的快速发展。”

截至目前，全村茶园面积接近
2000亩，其中新发展1000余亩、村级茶
园120多亩。全村有620多户户均茶园
3亩、户均茶叶收入1万多元，全村茶叶
年产值600多万元、茶厂3家，涌现出了
像张小明、张学年、胡成等种植茶叶
30-50亩的许多能人大户。

尤其是 2015 年以来，该村积极利
用移民后扶资金和扶贫资金，累计投入
130多万元，新建了标准化、规模化的专
业茶厂，购买了名茶、普茶加工设备十
余台，四年多来已实现纯收入100多万
元，年均收入30万元左右。同时，还帮
助邻近佛图寺、桥冲、王畈等村的茶农
进行茶叶加工销售，支付加工费10万
余元，极大地助力了茶农增产增效，优
先安排了贫困户就近务工增收。

“这是三年前发展的新茶园，一共
有3亩多，先后都享受了发展茶叶的补
助政策。这不，从茶园开始采摘以来，
也有了四五千块钱的收入。”在茶厂附
近，贫困户张军霞正在自家的茶园和她
母亲一道辛勤地品味着茶园的馨香。

怀着春之憧憬，行走在乔木寨的每
一处田垄、山冲，看到的都是泛着青绿
的茶园，每一处茶园都有村民们忙碌的
身影，捡拾着沉甸甸的收获，收获着笑
眯眯的喜悦，一个春色满园、春和景明
的画卷正在山村铺展开来。

而每天下午四点左右最生动的一
幕都会不约而同地出现在村里茶厂。
茶农们提着装满茶叶的方便袋或小竹
篮从四面八方汇聚而来，少则几两，多
则几斤，价格也是每天随行就市。有时
茶农排队卖茶达到一两百人，场面甚为
壮观。缘于价格好、服务好且现金及时
结算，乃至吸引了毗邻村子的茶农也自
愿前来销售、加工。

“这个茶叶70块钱一斤，一共二斤
五两，共一百七十五块；这个茶叶38块
钱一斤，一共二斤一两四，共八十一块
钱……”几乎成了茶叶“土专家”的胡根
方抓一把、一口价，尽管茶农们巴不得
价格要高些，但还是很高兴地在现场拿
到了现金。王畈村村民赵春莲从五六
里路之外赶来，图的就是个舒心。本村
的阮屋组贫困户胡国店每天都有一百
多块的收入，家里也种了5亩茶园。茶
农们在踊跃地等候卖茶，村干们则在认
真地记账、付款，忙得不亦乐乎。

当然，最忙、最累的还是茶厂加工
的一群人。有村干、有贫困户、有技术
员，如果当天收购的鲜草过多，十几个
人几乎要从头天晚上忙到第二天早上，
才能完成两三千斤茶草的加工量。

从喂草、理条、筛选、烘干到色选，
走完这些流程，都得把好技术关，才能
确保优质茶。

“自开春3月15日茶厂运行以来，一共
付出现金近80万元，收购了1万多斤茶草，
加工了3000多斤干茶，而且销路顺畅，行
情很好，预计春茶收入可达35万元。”

在这个茶叶上市旺季，胡根方累并
充实着，由衷地与茶农们一道分享着发
展茶叶产业扶贫的硕果。

同样，佛图寺村在茶业发展之路上
也蒸蒸日上，全村发展茶园 2000 余
亩。2018年在安徽出版集团以及县政
协的大力支持下，集团先后捐赠150多
万元，帮助该村建起了一座标准化茶叶
加工厂，及时解决鲜叶收购周转资金困
难，成立了安徽省佛图寺茶业发展有限
公司，实现了村级集体经济和贫困户

“双增”目标，实现了从“输血”为“造血”
的扶贫方式转变。目前，茶厂带动了15
户贫困人口就地就近就业务工，人均增
收3000元，今年春茶收入可达20万元。

地处花亭湖畔的马龙村积极发挥
茶业种植优势，已发展茶园2000余亩，
带动100多户贫困户平均增收4000元
以上，带动社会效益年均达 20 多万
元。去年初，该村新建了茶厂，坚持以

“合作社+村集体+贫困户”的经营模式、
以“重质量、保增收、促脱贫”的发展理
念，年收购、加工鲜草7万多斤，生产干
茶5000多斤，为村里经济创收3万多
元。茶厂吸纳留守贫困户6人进厂就
业，年收入均在6000元以上。

地处花亭湖尾梢的西河村正确引
导全村群众发展茶园3000余亩，在市
委组织部的帮扶下，于2018年2月建成
茶厂，年收购、加工鲜草10万多斤，生
产干茶2万多斤，为村级集体年创收达
15万元，带动80多户贫困户增收5000
元以上。茶厂还安排了12名贫困户就
近就业，年收入均在8000元以上，年带
动社会效益达40多万元，为“村出列、
户脱贫”提供了坚实的支撑。

一镇一品显特色

借着春天的好时光，放松心情，行
遍在寺前镇172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处
处可见生机勃勃的茶园。

这些茶园大都分布在山坡谷冲、茂

林翠竹之间，浸润于风光旖旎、山花云

雾之中，天然良好的生态环境造就了茶

叶的独特品质，既是我县部优名茶“二

祖禅茶”的研发地，更是“二祖禅茶”的

盛产地。全镇现有农民专业合作社48
家，家庭农场116家，种植大户48户。

该镇众力茶业合作社注册了茶叶
商标品牌“老园清香”。申报的600亩
有机茶园已取得有机认证证书，还率先
在我县茶叶生产上使用了农产品质量

安全追溯标识。消费者可以通过网上
查询、智能手机扫描二维码等方式，深
入了解茶叶生产企业茶园管理、采摘、
加工、仓储、销售等全过程信息，使消费
者对所购茶叶有更多的了解，买的更加
安心，喝的更加放心，实现了茶叶从“茶
山到茶杯”的全程可追溯信息化管理。
乔木寨、西河、佛图寺、马龙4个村办茶
厂与村级集体经济的有机结合已成为
可以复制的样板模式。

截至目前，全镇 15个村从事茶叶
生产农户达 6602 户，占总农户数的
83%。全镇茶园面积达2.1万亩，占全
镇农产品总种植面积的86%，开采面
积达 17626 亩，其中无性系良种茶园
12213亩，占茶园总面积的58.2%；良种
无性系茶苗育苗基地3个共120亩，年
出苗数 1000万株，居全县首位。年产
干茶700多吨，产值达1.5亿元，占全镇
农业经济总收入的67%。2016年成功
研制了红茶、茶树花茶、栀子花茶、桑
叶茶等新的茶叶品种。其销售采取

“龙头企业+合作社+茶厂+农户”的模
式，与龙头企业签订供货协议，确保了
全镇茶叶有了稳定的销售渠道，确保
了农民收入尤其是贫困户的人均收入
有了大幅度提高。据统计，全镇15个
村原有建档立卡贫困户2583户，其中
拥有一亩以上茶园的贫困户有 1943
户，占比达75%。

“为切实推进寺前茶叶发展，农业
农技部门重点抓好茶叶种植和加工培
训，教会茶农熟练掌握采摘技术和制茶
技术；抓好茶叶品质提升，积极开展茶
叶双替行动，即用生物农药代替化学农
药、用有机肥代替无机肥，保证茶叶舌
尖上的安全；抓好线上线下销售，通过
企业带动合作社、带动贫困户、带动茶
叶大户，确保寺前茶叶有一个稳定的销
路”。该镇农业农村综合服务中心主任
徐卢宝从专业的角度告诉笔者。

“一直以来，镇党委政府就把茶产
业作为脱贫攻坚的传统支柱产业和广
大群众脱贫致富的重要途径来抓，围绕
做大做强茶叶文章，积极引导广大茶农
种植茶叶，通过建立茶叶育苗基地，扩
大茶叶面积，改造低产茶园，狠抓茶园
管理，实施良种工程，积极开发夏秋茶，
广泛推广机械化和标准化生产，因地制
宜地新建村级茶厂、壮大集体经济，并
连续多年举办茶叶发展论坛，扩大了茶
业影响。目前，已申报了‘寺前拜石’禅
茶品牌，着力做好茶文化与禅文化的结
合文章，不断提升寺前茶叶的美誉度和
知名度。”寺前镇党委书记王金亮在推
动茶业“一镇一品”特色产业扶贫方面
充满了信心。

通讯员 刘辉 文/图

深 情 细 味 故 乡 茶
——寺前镇发展特色产业扶贫侧记

本报讯 日前，安庆市公布了
第六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推
荐项目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传承
人名单，太湖县共有3个项目及1名
个人榜上有名，分别是百年老字号

汪协泰食品、太湖根雕画、碉情腊鱼
食品，太湖大鼓非物质文化遗产代
表性传承人陈文榜。截止目前，该
县共有省级非遗项目3项、市级非
遗项目6项。 （通讯员 叶学勤）

太湖又有3项市级非遗榜上有名

新闻广角

本报讯 为全面推进提升太
湖县劳动者职业技能，让劳动者顺
利就业和企业职工稳定就业，该县
联合人社、财政、教育等部门组成
评估组，对全县职业技能培训学校
的师资力量、实训设施、市场调查、
教学管理制度、教学大纲、培训实
绩等方面进行综合评估，最后根据
评估结果，筛选认定了16家定点职

业技能培训机构。同时认定的培
训工种涵盖机械制造、建筑施工、
服装制作、电子商务、计算机维修、
汽车维修、旅游餐饮酒店服务、家
庭社区服务、养生美容保健服务、
农村种植养殖、人力资源服务等30
个，其中钳工、焊工、服装制作、汽
车维修等七个工种属于太湖县紧
缺工种。（通讯员 刘辉 朱咏新）

太湖认定16家定点培训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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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招商落户太湖
经开区的金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通过技术功关，成功研发出一款抗
病毒抗菌薄膜。目前，在安庆市区
及太湖县域范围内得到推广应用，
深受市场青睐。

4月 16日，该公司将一批抗病
毒抗菌薄膜捐赠给了该县实验中
学。其工作人员对教室课桌表面如
何贴膜进行了现场演示。捐赠的这
批抗病毒抗菌薄膜共有 200 多平
方，主要用于该校1048名初三学生
的课桌贴膜，助力疫情防控工作。

据 介 绍 ，抗 病 毒 抗 菌 薄 膜

HVG—25是由从事太湖“首位产业
——功能性膜”为主的金张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联合北京崇高纳米科
技有限公司共同研发，采用特殊的
纳米银离子复合高分子材料、结合
薄膜表面高精度涂布技术制备而
成。该产品是一款浅红色透明薄
膜，具有自粘性，易贴附于金属、木
板、塑料、玻璃等物体表面，对病
毒、细菌、真菌具有高效、长效杀抑
性能。产品广泛用于电梯按键、触
摸屏，学校、酒店等桌椅表面，以及
其它类似应用场合。

（通讯员 黄德丰）

太湖成功研发并应用抗病毒抗菌薄膜

本报讯 4月 15日，太湖县正
式成立红米产业协会，首届会员共
有50名。协会旨在把分散生产经
营的红米种植户组织起来，进行规
模生产和经营，并为会员提供产
前、产中、产后服务，降低生产成
本，提高产品产量和质量，增强产
品的市场竟争力，以获得更好的经
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

据介绍，该县种植红米历史悠
久，并通过招商形式引进成立了太
湖县泉之道农业有限公司。该公
司通过“公司+农户”的生产模式，
进一步扩大红米种植规模。到去
年为止，全县红米种植面积接近
500亩，主要分布于小池石霞、北中
罗山、百里南斗、晋熙九龙等地。

（通讯员 黄德丰）

太湖成立红米产业协会

北中镇宝坪村贫困户赵祖义一家六口人，夫妇二人长期患病，家庭生
活困难。他曾经一度外出浙江务工，成为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去年以
来，52 岁的赵祖义不等不靠，勤奋发家，在海拔 600 多米的山头养殖土鸡
500多只、养牛10多头，发展茶园10多亩，预计今年收入4万余元，能够按
期脱贫。 通讯员 刘辉 摄

多业发展拔穷根

本报讯 近几年来，太湖县大
力发展稻渔综合种养产业，积极实
施全省稻渔综合种养产业竞争力
提升科技行动，并在全县建立了10
个小龙虾苗种繁育基地，其中稻田
小龙虾繁苗基地8个3200亩，温棚
小龙虾繁苗基地2个6000平方米。

该县把项目实施与产业扶贫紧
密挂钩，充分发挥渔业科技在脱贫攻
坚中的重要作用。在与示范企业签
订的科技合作协议中，项目组明确要

求企业通过“龙头企业+经营主体+贫
困户”的模式带动贫困户脱贫致富，
以带动养殖、吸纳务工、入股分红、土
地流转等方式帮扶贫困户。据统计，
全县示范企业通过土地流转已经带
动300个贫困户增收，通过吸纳务工
带动100个贫困户就业。此外，项目
组还直接帮扶从事稻渔综合种养的
贫困户，向22个贫困户提供技术帮
扶，给予饲料、动保产品等物资支
持。 （通讯员 刘辉 刘灿）

太湖大力发展稻渔综合种养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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